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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小时候，很喜欢过节日，心里充满着灿烂的阳光和
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特别是中秋节更是我翘首期盼的节日。
节日的夜晚，一轮明月高挂苍穹，偶尔传来蛐蛐的优美歌声，
全家人围座在庭院里的圆桌旁，母亲把裹有青红丝、花生仁、
冰糖块的月饼切开，分发给我们吃，回忆那个幸福时刻，时至
今日，依然让人垂涎欲滴。

桂花飘香的时节，月饼虽好，但家庭条件所限，每年的中
秋节仅能吃到最多半块月饼。从八月初开始，走亲串友都要
送月饼，你来我往祈求团圆幸福。到了八月十五的这天傍晚，
母亲就把月饼分好让我们登门送给长辈和亲戚。明月升起的
时候，还要在庭院里摆上供桌，放上月饼，请月亮老人品尝，
祈祷神灵保佑平安幸福。

每逢中秋，我就有一个愿望：能让我美美地吃够月饼多
好啊！可是这奢望在当时是满足不了的。母亲总是说，等到亲
戚走完了，给邻居送好了，剩下的到十五夜里再吃。我记得，
小时候最幸福的是中秋节那天晚上，该给长辈和亲戚送的月
饼都已经送去了，剩下的就轮到我们了。吃着母亲递给我的
月饼，仰望着天空那一轮银盘般的月亮，轻拂的秋风伴着蛐
蛐甜美的歌声，使人触景生情，如痴如醉……

后来我高中毕业参军来到了黑龙江，在入伍后的首个中
秋节那天，部队首长十分体谅大家的思乡之情，举办文艺晚
会，改善伙食条件，还为每名军人分发了月饼、水果，举行会
餐。当我手捧月饼，仰望月亮，思乡之情油然而生。这时，团俱
乐部里晚会正在火热进行中。“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
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歌声传入耳畔，使
我陷入了对故乡童年的回忆中。

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年上升，超市里各种月饼琳
琅满目，品种齐全，但是，我却再也吃不到儿时的味道了。闲
暇之余，回忆往事，童年是快乐的，记忆是美好的。刚退休的
人，有时间和心情把儿时伙伴、老同学、老战友聚到一块，相
互之间品味一下往事，回忆一下有趣的旧事，其实也是一种
幸福，您说是吗？

中秋赏月
■王甫海

杨家将之杨伯侨
■杨宝林

黄帝华夏之首领，
姬水为姓轩辕名。
部落支庶洪洞居，
征战殷纣立勋功。
武王颁奖各诸侯，
伯侨受封杨国公。
族人姓氏随封地，
逃避灾难各西东。
晋国大夫杨食我，
他和杨兮是同宗。
三家分晋战祸起，
带领宗亲遁战争。
扶老携幼隐匿去，
战乱之中躲弘农。
避秦不仕声誉好，
勤奋耕读在家中。
杨姓族源出杨国，
兴盛之地在弘农。
后有玄孙叫杨喜，
楚汉之战留大名。
霸王乌江剑自刎，
取下首级送汉营。
刘邦垓下获大胜，
封侯赤泉显威风。
采邑南阳食万户，
光宗耀祖到洪洞。
司马史官有撰述，
此事著书史记中。
喜公长孙叫杨敞，
杨敞泰山司马公。
实事求是写历史，
永垂不朽大英雄。

写地书潇洒又健康
■赵子敬

每天早起，在梁园新区广场都能看到一群写地书
的老人。他们都年过花甲，最大的逯老师已85岁高龄。
这些老人聚到一块，说说笑笑，谈古论今，相互切磋，相
互交流，甚是开心。逯老师耳不聋眼不花，思路清晰，写
地书从不假思索，一口气就能写下二三十句的长诗。他
经常是满面春风，喜笑言开，性格开朗，和霭可亲，大家
都称赞他是”当代的老顽童”。他笑着说：“几年前，是老
周带我写地书的，当时我的身体不好，经常闷气，后来
通过天天写地书，一年多的时间就改变了身体状况，现
在体格硬朗又健康，我从内心里感谢老周。”说起老周，
他写地书已有10年之久，从不间断，经验丰富。用他的
话说，“写地书给我带来了欢乐和兴趣”。他待人热情，
和霭友善，把楷书、行书、草书的字帖翻印成小册子，装
订好发给每个书友，让大伙临摹，从不收费。再说一位
会制地书笔的李东洲，他制的笔既美观又耐用，有的赠
送，有的收点工费，也是一个热心人，大伙手上用的都
是李老师制的地书笔。用张姐的话说，我们这支队伍真
是藏龙卧虎。

大家一致认为，写地书真好，早晨写地书这一两个
小时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既丰富了我们的老年生活，
又给我们带来了快乐，带来了健康，真是一项健康愉悦
的活动。

远逝的乡愁
■李建华

“东家盖新房呦！”“嗨呦！”“请咱们来帮忙呦！“嗨
呦！”“抬起来咱们的夯呦！”“嗨呦！”“打夯要稳当
呦！”……每当我回想起这一唱一合声声悠扬的打夯
歌，仿佛一下子把我带到了那段美好的童年，沉浸在对
往事的无限回忆之中。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农村盖房
子都得打夯。

夯，是农村打场用的石磙，石磙中间有一个深的圆
槽，用麻绳把四根木杠捆绑结实，底上连接固定，重量
足有三四百斤。唱夯歌至关重要，夯歌唱得好，唱得响，
打起夯来人心就齐，步调一致，提劲儿省力。打夯，最怕
不唱夯歌。没有夯歌，那叫做“闷夯”，或者叫做“哑夯”。
这样打夯是最累人的了，因为夯歌就是号令，就是冲锋
号，没有号令，大伙就没有统一行动，形不成合力、凝聚
力、向心力，打夯不是高就是低，东倒西歪，地基也难以
打好。唱夯歌，都有一定的基本功，硬功夫，不是随随便
便唱出来的，而是根据大伙的情绪和表现，随时随机应
变，呼之欲出，因此，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不卖力的
人听到夯歌，知道这是在说自己的，注意力顿时集中了
起来。夯能不能抬起来，抬得既高且落地又稳当，关键
在于四方抬夯人必须用力均衡，假如有一方用力过猛
过大，夯就会左摇右摆，落地就不到位，打出来的地基
就不平。尤其严重的是，由于夯摆动不定，如果打夯人
抓不住扶手，往往就会发生伤人事故。

如今，随着时代变迁，科技的发达，农村建房打
地基，再也不靠人力去夯实，都是使用电动打夯机。
打夯，早已成为那个时代的过往烟云了。然而，那宏
亮有力的夯歌，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留住了
乡愁！

教师节颂
■张明升

披星戴月踏寒风，
三尺讲台满豪情。
修身自德育英才，
誓为教育献终生。


